
第 13 卷第 4 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13 No4  
2007 年 8 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                        Aug 2007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体系必须创新 
 

刘新庚，罗雄，杨尚昆 

 
(中南大学基础教育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随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论与方法的新发展，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在学科上表现为价值导向的

过时性、内容要素的滞后性、结构关系的不合理性等的战略缺失。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是丰富和创新党

的执政方法理论的客观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思想方法上的现实需要，是抵御西方思想意识形态侵袭

的重要方法保证，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念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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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进入新世纪新时期，“面对新形势新情

况，思想政治工作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

必须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

进行创新和改进，特别要在增强时代感、加强针对

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1]实际上，思想政

治教育的时代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中心任务对思想政

治教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与时俱进、创新发

展的新要求，特别是当前如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统领人们的思想，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

论必须认真回答的学科前沿问题。而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理论的核心是其方法体系的价值取向和整体功

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在新的任务面前

已力不从心，因此，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我党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新要求，要求我们必须对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的传统方法体系整体战略缺失问题进行反

思，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现代创新展开学理

与实践相结合的系统探索。 
 

 
一、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传统方法 

体系整体战略缺失问题的反思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在新的任务面

前，其方法体系的内容要素、结构方式及其整体功

能取向等学理要素方面，都呈现出了许多过时、滞

后和不适应现象，特别是在信息全球化、思想多元

化条件下加强思想意识形态的主流导向方面，其整

体功能的战略性缺失就显得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 
(1) 价值导向的过时性。价值导向的过时性是指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功能取向落后于现代思想政

治教育状况发展，脱节于现代社会思想意识多样性

的现实状况。具体显现为：一是传统方法体系重实

际问题轻战略调控。传统方法体系更多的是思想政

治教育过程中实践经验方法的总结，较多注重实际

具体问题的解决，甚至只关注化解眼前事件的临时

性方法，缺乏从宏观格局层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方

法体系本身所具备的战略调控意识，固守于只重个

别实际问题解决的价值方向，而不从全局引导人们

思想意识的发展，因此难以适应多元化时代的发展

要求。二是传统方法体系重行政命令轻人本尊重。

传统方法体系深受计划经济体制思维方式和运作方

式影响，其教育价值导向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过分强调行政命令，致使教育方法体系严重教

条化。往往注重形式的广泛性和轰动性，注重“大道

理”而忽视“小道理”，注重行政手段而忽视情感手

段，使教育流于空泛、浮于表面，思想政治教育的

实效性很难持久有效。且单纯注重单向交往，易导

致受教育者主体地位的丧失，使单向灌输成为主导

的教育方法，形成过分强调群体本位、轻视个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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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价值倾向。甚至出现教育与受教育者生活的剥离，

只关注国家和社会价值的一体化，个人在经济、政治

和文化生活中都被高度政治组织化，不承认“独立个

体”，把集体看作是社会对个人的一种约束，从而造成

了实践上的“虚假集体主义”[2]。三是传统方法体系对

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驾驭功能缺失。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经济成份、利益主体、社

会组织、生活方式、就业方式、活动方式呈现出多样

化发展趋势，人们思想活动和精神文化需求的独立性、

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因而，以往方法

体系依靠政治手段或感性经验可以调控和解决的问

题，现在则超出了政治的统辖范围，客观需要改进思

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模式，增强其现代驾驭功能，从宏

观上引导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 
(2) 内容要素的滞后性。内容要素的滞后性是指

传统方法体系中部分方法要素已经难以适应现代思想

政治工作的实际需要。主要表现为：第一是传统方法

内容要素的过时。重形式，轻实效，各种各样的会议、

政治学习、理论宣传、官方文章，耗时长，声势大，

看似轰轰烈烈，却往往“雷声大、雨点小”，收不到实

际效果。且单向灌输有余，双向交流不足。灌输方法

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以往

灌输法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传统的“单向灌输”，
实质就是强灌硬输，通常采用注入式、填鸭式的灌输

手法，缺乏真挚的情感投入和交流，“把受教育者看成

完全被动和理应服从的承受者”[3](128)，往往引起人们

的心理厌恶和排斥，收效甚微。第二是传统方法体系

中许多现代方法要素缺失。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

系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初期思想

政治教育方法的系统集成，是适合当时人们思想状态

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但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特别是以多媒体和因特网为主要载体的信息技术迅速

发展，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内容要素出现了老

化现象，必须与时惧进，更新发展。如大力研发思想

政治教育网络的方法，就很能适应当前人们思维意识

日趋活跃、精神世界日益多元的现实需要。 
(3) 结构关系的不合理性。结构关系的不合理性

是指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内在结构方式陈旧与

运行机制僵化，致使整个结构体系暴露出不和谐的迹

象。总体展现为：首先，战略性方法与战术性方法比

例失衡，方法体系的结构关系的不合理。根据系统论

的原理，要素数量比例关系是系统结构关系的重要内

容，包括要素的种类数目、各类要素的数量以及不同

要素的比例[4]。而传统方法体系结构中战略性方法与

战术性方法比例份额长期相对失衡，主要是偏重战术

性方法的探讨与运用，轻视战略性方法的发掘与发展。

如，传统方法体系中更多是强调解决具体问题的理论

灌输方法、谈心方法等。也就是说传统方法结构体系

主要是整合微观战术方法，缺乏能用于驾驭社会思想

意识的战略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其次，方法要素之

间的衔接已出现逻辑断链，导致运行机制僵化。由于

历史的原因，传统方法体系不是按照严格的学科逻辑

整合而成，也没有探求方法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结方式，

主要是依据实践需要将方法要素组合起来。这样形成

的体系结构，一旦体系内部因素或外部环境发生变化，

就会发生衔接的逻辑断链。第三，传统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体系的结构方式过于对象化与政治化。一方面，

传统方法体系一般是按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作用对

象来组合方法要素，形成方法体系结构；另一方面，

传统方法体系是从政治斗争需要角度将各类思想政治

教育方法、手段、途径整合于一体而形成方法体系结

构。这就容易导致两种严重危害：过于对象化容易导

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的狭隘性，不能发挥其方法

体系内在的机理功能，丢弃了思想政治教育整体学科

特征；过于政治化容易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凝聚力

和实效性散失，容易被受众误解为政治斗争手段而不

愿接受，同时过分强化其政治功能，就会忽视、降低

甚至失去它应有的诸多效用，如化解思想症结、调适

心理情绪等广泛的社会功能。 
由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上述战略性缺

失，直接阻滞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方法理论的发展，

也损害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的应有效能。因

此，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论的科学原理，对思政方法体系进行推动学科前沿发

展的现代创新。 

 

二、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创新是 
社会发展的需要 

 
任何学科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归根到底都是社会

现实需求与学科内在规律的驱动使然。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其方法体系的创新属

于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乃至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一项

重要的系统工程，其创新的根本缘由，归纳起来，

是下面几个方面的现实社会发展趋势的必然。 
(1) 是丰富和创新党的执政方法理论的客观要

求。  胡锦涛同志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

过程，既是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实践过程，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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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深入把握执政规律的过

程。”[5]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加强

思想的教育和管理，客观呼唤当代科学的思想工作方

法理论与之相适应。巩固执政地位，国不强不行，民

不富不行，民族没有凝聚力更不行。在社会发展过程

中，由于种种原因积累下来的各类矛盾都会在人们的

思想上反映出来，解决这些矛盾不仅要靠经济的、政

治的、制度的方式，更要靠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来予

以思想根源上的清理。新时期如何大力加强党的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如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人

们的思想，卓有成效地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不

仅要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也取决于党的

执政方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

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能否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是党在新时期执政方法

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

系，实质就是丰富和发展党的执政方法理论。 
(2)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思想方法上的现

实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

程，思想的和谐、人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整合和谐意志、和谐政治关系、演

绎和谐文化、倡导和谐道德、培育和谐心理等强大功

能[6](25)，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现则必须靠现代方

法体系来保证。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要求既能

牢牢把握“战略制导”的价值取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念渗透于整个体系，从整体上充分体现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价值导向；又能着力精心设计和开发诸如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决策方法、调控方法和网络方法等

要素，为党的各级组织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强化

对人们思想观念及行为的整体导引和掌控，提供科学

的得力工具。 
(3) 是抵御西方思想意识形态侵袭的重要方法保

证。西方发达国家从未放弃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

透，“从十月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就一直不遗余力地

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各种攻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进

行意识形态渗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与西方国

家长期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有密切关系”[6](76)。随着全

球化进程的加剧，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加快了对我国和

平演变的步伐，而且渗透手段越来越隐蔽，意识形态

领域里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将是长

期、复杂有时甚至非常尖锐的现实。显然，我们必须

面对挑战，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和防止某些国

家对我国实施“分化”和“西化”的战略图谋，保障国家

的经济主权、政治主权和思想文化主权的完整，促进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这就需要强化执政

党对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科学管理和驾驭。而思想政

治教育方法作为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

指导地位的重要手段，其现代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取

决于方法体系的创新。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开发思想

政治教育的现代方法，整合现代方法的功能，创新思

政方法体系，为现今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提供重要的方

法保障。 
(4) 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念发展的必然结果。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创新是依据社会发展变化的

要求，由方法理论价值理念的创新、方法要素的创新、

方法体系结构运行机制的创新等诸多要素及其相互

关系构成的创新系统。其中最为首要是方法理论体系

价值理念的创新，它决定着方法理论体系其他要素发

展的方向、深度与广度。从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时期，到以

“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心任务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方

法理论体系价值理念主要注重“革命性”的应急性方

法开发，偏重微观方法，讲究服务具体革命问题的解

决。而“文革”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指导思

想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体系价值理念严重扭

曲，形成纯粹政治制裁的工具理念，衍生出政治化的

方法体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拨乱反正的

基础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
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

论的价值理念也逐渐向科学化、学科化转变。特别是

在指导思想一元化、思想观念多样性的现时代，为适

应时代的发展和中心任务转移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理论必须改变以前以“单向灌输”或“政治手段”为
主导方式的方法体系，要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

设，努力探索出符合党的基本路线要求、体现当今“宏
观驾驭、战略制导”的价值理念、富有现今时代气息

的现代科学方法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思想政治

教育的实效，达到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目的。 
(5) 是体系结构要素现代功能的迫切要求。思想

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整体

功能，决定其整体效应的形成和发挥[7](146)。方法体系

结构随着方法体系基本内容要素之间相互关系及其

结合方式的发展而变化，且其变化发展必然要引起方

法体系整体功能的变化发展。科学合理的体系结构是

方法体系整体功能最大化的根本性前提，反之，不完

善的体系结构是方法体系整体功能释放的根本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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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无疑需要发挥自身的现

代功能，就必须改革与创新方法体系结构，实现方法

体系结构的科学化与现代化。综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体系结构演变历程，可以清晰地发现，传统方法体系

的结构方式比较简单，主要是按教育对象而形成的条

块式结构(诸如工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农民思想政治

教育方法等)。作用方式主要依靠教育者的个人才识和

策略，缺少科学方法体系结构功能的综合效应支撑，

其实效就只能囿于“头疼医头、脚痛医脚”，一旦难以

奏效，往往借用政治手段，强调“我讲你听”、“我打你

通”、“我压你服”等压制性办法。而今，随着对外开放

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意识和

人们的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西方思想渗透的消极影

响也使得一些人方向迷失、无所适从，面对如此纷繁

复杂的局面，传统方法体系的简单结构功能显然与复

杂的思想政治教育状况不相适应。因此，必须重组思

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结构，按方法论学科体系的内在

逻辑关系来建构，用科学的逻辑力量切实增强其方法

体系的整体效应，真正实现“宏观驾驭、战略制导”的

现代功能。 
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创新的重点，我们以

为，是增强其体系整体的现代价值导向、丰富其内容

要素的现代内涵、提升其体系结构的现代功能，致力

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方法论层面发展自身体系。其具

体的思考，拟另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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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ethod system must be innov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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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development has achieved in 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the Party'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subjects demonstrated such problems as absence 
of strategy, value-oriented obsolescence, lagging factors, and irrational structure. To innovate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is to enrich and develop the Party's ruling means and theory objectively, to offer thinking 
and methods in the building of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practically, to provide the important method guarantee to 
resist Western ideological invasion; to be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ethods concept modernly; to be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s of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method 
elements in the modern system; to be the urgent requirement of the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e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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